
國家安全與國土安全這一科，是民國 100年警察特

考三等公共安全類科新增的考試科目，這一科原本是包

含在情報學的考試科目裡面，但情報學經過多年來的考

試之後，可以說是可以考的部分都已經考過了，近年來

只好越考越偏，有時甚至還考到國土安全的範疇，有點

走火入魔。警察特考規則的修正，將情報學拆成情報學、

國家安全情報法制及國土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三科，基本

上，作法是對的，不過，既然國家安全情報法制及國土

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原本是涵蓋在情報學裏面，這表示讀

者不管是在準備情報學、國家安全情報法制或是國土安

全與非傳統安全的時候，最好三科一起唸，比較不會有

死角，概念上也比較能互通。

在我國的考試用參考書本部分，包括陳明傳、黃秋

龍、朱蓓蕾、趙明義、張中勇、汪毓瑋等等老師在內約

十餘本，但讀者蒐集不易，有鑑於此而本教材在資料的

蒐集上，可說是廣而博，讓讀者不用耗費大量時間查找

資料。

國土安全部分，最重要的是要注意恐怖主義、非法

入境、毒品、洗錢、組織犯罪、網路安全等議題。另外

讀者在考試作答時，有兩項作答技巧，請一定要注意：

第一，本教材內容如有標示英文時，請盡量將英文熟記，

考試作答時，如果能夠寫出來的話，盡量的寫出來，會

有加分作用。第二，考試時的題目當然不可能跟本教材

一模一樣，但題目的問法可能類似，或是題目表達的意

思與本教材相當，所以作答時要先思考一下，不必急於

下筆。

序
言





命題大綱
安全概念轉變：

全球化對安全觀念之衝擊。

 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影響。

新型安全概念之類型。

新型安全概念之意涵。

非傳統安全：

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比較。

非傳統安全之意涵。

非傳統安全之範圍。

非傳統安全政策與目標。

國土安全：

國家安全與國土安全比較。

國土防衛與國土安全。

國土安全之意涵。

國土安全之範圍。

國土安全戰略與策略：

國土安全戰略目標與策略方法。

恐怖主義與反恐策略。

緊急應變機制。

關鍵基礎設施。

國土安全執法與人權保障。



命題大綱
國土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之保障與發展：

全球治理。

聯合國層面。

區域層面。

我國及各國政府。



命題大綱
安全環境與國家安全概念之轉變：

後冷戰時期以來國際政經與科技發展。

非傳統安全的情勢發展。

全球化進展與影響。

國家安全概念及其內容的持續與演變。

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之概念與內容：

傳統安全的意涵與範圍。

非傳統安全的意涵與範圍。

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之比較與意涵。

非傳統安全與國家安全政策。

主要國土安全戰略與策略：

歐美（美英）國家安全戰略及相關策略。

亞洲（日本）國家安全戰略及相關策略。

中國大陸國家安全戰略及相關策略。

我國國家安全戰略及相關策略。

恐怖主義與反恐：

恐怖主義威脅趨勢與演變。

國際反恐作為與面臨問題。

國際恐怖主義組織與發展。

恐怖攻擊與緊急應變機。

反恐法治與人權保障。



命題大綱
國土安全戰略與策略：

國土安全戰略之要素（體系、法制、機制、能力）與目標。

反恐維安。

緊急應變之協調與處理。

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之保障與發展：

全球性國際組織與合作。

區域性國際組織與合作。

各國安全政策與合作。

全球治理與公司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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